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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年開始有許多人對只是單單跟著旅遊團出去，所謂上車睡覺、下

車尿尿，聽著導遊，臭屁炫耀的旅遊方式感到厭煩，這種旅行模式

似乎已經無法滿足大家的需求，有更多的人期待不是在自己的旅行版圖

上只是成為一個圖釘的記號、在臉書上打卡向朋友告知的炫耀文或是收

集從各地寄回家信箱裡，上面壓著當地藍色郵戳的明信片。那個靠著旅

遊書認識當地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因為那只不過是一場拾人牙慧的

複製行為，他們更希望能透過自己的方式，走進旅遊書裡不會被記載的

角落，一個不起眼的小攤子和當地才剛認識的陌生人並肩而坐，一起大

快朵頤享受著當地人才會知道的巷弄美食，又或是和坐在院子外曬著冬

天暖陽的老太太，用彼此都聽不懂的語言，比手劃腳的和她們聊天。在

出發前他們研究的並不是旅遊路線、觀光景點或是美食餐廳，而是透過

網路搜索當地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成因、社會事件、經濟結構或是環保意

識⋯⋯等等，他們用心地想要認識這個曾經走過的土地，這是旅遊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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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的不同。

但即使如此，這樣依然和國際志工

服務有著深層不同之處，旅行者走過一

塊土地，或許會回來，或許不會；或許

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或許沒有；或許

魂牽夢縈，或許不帶走一片雲彩！

然而當志工走過一塊他所投入服

務的土地，無論是否能再次回來，他對

那塊土地是有責任的，不能讓那塊土地

因為自己的行為而影響了當地直接或間

接可能造成的傷害與後續的服務，因此

當成為一位國際志工的同時，除了對自

己負責之外，更需要對夥伴們以及所屬

的團體負責，更重要的是對那塊土地和

服務對象有了責任及義務，因為我再也

不是「自己一個人」，而是「我就是他

們」。

在我投入海外國際志工服務的領域

快15年的時間，每回演講完總會有人提

問，臺灣有這麼多需要幫助的人，為什

麼你們要選擇去國外，不留在臺灣幫助

他們呢。每次聽到這樣的問題，我一定

會放下麥克風，先環顧看著全場的人，

然後拿起麥靠克風輕輕地回應著：「我

想100多年前，當馬偕博士決定從加拿

大選擇前往一個在地球彼端，甚至在地

圖上可能都瞧不見的臺灣時，當時的加

拿大是不是已經沒有窮人？已經是一個

社會福利建全、人人豐衣足食的地方？

我想應該不是，我相信當他決定要前往

臺灣的當下，他的身邊一定有許多人會

告訴他，難道你的家鄉沒有需要被照顧

的人嗎？為什麼要選擇去一個遙遠的地

方，去關心那裡的人們呢？」

我不知道馬偕博士如何回應那些

聲音，我也不知道在他心中是否有過掙

扎，到底是應該留在自己的家鄉，還是

要看到自己國家、民族之外那些人們的

需要；而我也不知道如果臺灣當時沒有

了馬偕博士，現在臺灣的社會福利、醫

療觀念、辦學教育等等的概念會是如何

的發展，我只能從歷史來判斷，就是他

最後決定選擇了後者，從此臺灣的社會

福利、醫療觀念和辦學教育有了啟蒙的

機會。

有人曾經想過如果非洲沒有了史懷

哲醫師、印度沒有了德雷莎修女，現在

的非洲會是現在的非洲嗎？而現在的印

度會是現在的印度嗎？這已經是一個無

解的問題了，因為歷史無法倒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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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德國人史懷哲之於非洲、南斯拉夫

人德蕾莎之於印度，加拿大人馬偕之於

臺灣，當他們選擇後者的同時也改變了

那些地方的命運。

這時我會再把麥克風放下，再環

顧看著全場的人，然後再拿起麥克風大

聲地說：「各位親愛的鄉親夥伴們，我

們要感謝那些願意千里迢迢前往遙遠國

度、放下自己熟習的生活方式、接受來

自異文化衝擊的挑戰，為著一個世界共

好夢想而擺上自己的那些偉人的同時，

也感謝著有一群為著身邊之人而打拚、

守護著自己的家園、夢想著努力嘗試著

讓周遭的人們，能有著可以過得更好的

英雄們，這兩種人我們都應該要向他們

致敬，因為在他們的夢想裡面，早已經

沒有分他們、你們和我們了。」

這是一群為著夢想而活著的人。諸

位，醒來吧，像那些有夢想的人一樣，

醒來吧！

如今在你的身邊正有著一群人相信

只要每個人願意付出一點小小的力量，

就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大大的盼望。如

果你也願意支持他們，邀請你和你的朋

友一起加入微客國際志工的行列吧（關

注他們的訊息，然後在粉絲團上按個

『讚』吧）！

Wake微客海外國際志工交流站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wake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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